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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里嘉图《经济学》，有一事最令我们纳罕。
他书中，一句一字，都为资本主义辩护，但他书中一字一句，又都可转用作反资本主义的武器。
这种现象，在别个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上，绝对没有。
里嘉图《经济学》之所以有价值，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原因吧，但里嘉图《经济学》所以有这样大的
影响，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里嘉图的劳动价值说，在他的《经济学》中，是极重要的一部分。
他的劳动价值说，可以说全部由亚当斯密得来，后来由马克思承继下去，这在经济学史上，留下一个
耐人寻味的极有意趣的经济学说进化的痕迹。
由此，我们看出了，亚当斯密里嘉图辈用以辩护资本主义的主张，转过来，可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武器
。
亚当斯密里嘉图明明承认了一切价值的来源是劳动，却又承认所创造的价值一部分，应在地租名义下
归于地主，一部分应在利润名义下归于资本家，而剩给劳动者的部分，反只足维持劳动者最必要的生
活。
马克思同他们一样，说一切价值的来源是劳动，但他却说，在剥削劳动的资本主义下，既在劳动者生
产的全部价值中，扣去劳动者维持生活所必要的部分以后，剩余价值即须归于社会上的游惰阶级如地
主与资本家。
关于这两种不同的学说，我们如果舍弃他们中心的伦理观不论，便可说这两种学说，殆无不同之点。
如果有，那只是研究态度的不同。
前者是说明的，后者是批评的；前者眼中的资本制度是永劫不移的经济组织，后者却认资本制度为人
类社会进化所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
    在所谓正统经济学派的著作中，流行一种极重要的观念。
在里嘉图《经济学》中，这种观念，尤为明显。
世人因不明了这个观念，往往不能彻底了解里嘉图的经济学说，那就是经济人的假设。
在正统派经济学者心中，似乎有一个抽象的社会存在。
在这个社会中，人类只有一种活动，即谋利的活动，人类只有一种要求，即生计的要求，人类只有一
个目的，即变成富裕的人。
总之，这个社会内的人，是纯粹的经济人。
他们被假定为没有道德，没有真理，没有艺术。
他们的理想，不是善，不是真，不是美，只是富。
由这种经济人的假定，我们又联想起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有时被称为经济史观的那种学说。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承认一切思想的艺术的道德的活动为“上层建筑”，而受决定于社会的生产条件
与生产组织，因为这才是基础。
里嘉图与马克思，在这里，又极相类。
但前者所以有经济人的假设，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方便，后者经济史观的命题，却是断定资本主义
没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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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里嘉图（Ricardo，David）（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在经济理论上，制定了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中突，对经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是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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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原序第三版小引第一章 价值论第二章 地租论第三章 矿山地租论第四章 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第五
章 工资论第六章 利润论第七章 国外贸易论第八章 赋税论第九章 原生产物税第十章 地租税第十一章 
什一税第十二章 土地税第十三章 金税第十四章 家屋税第十五章 利润税第十六章 工资税第十七章 对原
生产物以外诸商品的赋税第十八章 济贫税第十九章 论贸易通路的突变第二十章 价值与富之不同性质
第二十一章 蓄积对于利润利息的影响第二十二章 输出的奖金和输入的禁止第二十三章 生产奖金论第
二十四章 亚当斯密的地租学说第二十五章 殖民地贸易第二十六章 总收入与纯收入第二十七章 论通货
与银行第二十八章 论富国贫国金谷物及劳动的比较价值第二十九章 生产家支付的赋税第三十章 论需
要供给对于价格的影响第三十一章 论机械第三十二章 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附录一 引用各书题名附录
二 几个译音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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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价值论第一节 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所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生产所必要的相对劳
动量，非定于劳动报酬的多寡。
亚当斯密曾说：“价值一辞，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因占有其物
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
前者叫做使用上的价值，后者叫做交换上的价值。
”又说：“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其交换价值往往极小，甚或绝无。
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其使用价值往往极小，甚或绝无。
”水与空气，是极有用的，为生活所不可少，但在普通情状下，它们不能交换任何物品。
反之，与空气水比较而言，金的用处是很少的，但它能换得许多货物。
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为交换价值所不可少。
若某商品全无效用，换言之，全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那无论它怎样稀少，无论生产所必要的劳动
量若干，它终不能有交换价值。
有用商品的交换价值，得自两个泉源——一个是稀少性，一个是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
有些商品的价值，单由稀少性而定。
劳动既不能增加它的数量，它的价值亦不能因供给增加而减低。
例如稀有的雕像，图画，稀有的书籍古钱。
又如珍贵的葡萄酒，其葡萄由特殊土壤栽培，其品质特殊，分量有限，其价值无关于生产必要的劳动
量。
价值变动，全然按照欲得者之资力与欲望。
但在市场上，这类商品的种类不多。
在人类所欲得的货品中，最大的部分，是由劳动而生。
投下了生产所必要的劳动，这类物品即可无限制的在许多国度（不单是一国）增加。
在讨论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商品相对价格法则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商品，既可由人力增加总量
，又允许生产上的自由竞争。
在原始社会，这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全受支配于各自费去的比较劳动量。
亚当斯密说：“一切物的真实价格，即欲得此物的真实费用，亦即获得此物的辛苦勤劳。
一物，对于已得此物但愿以之交换他物者，真正值得多少呢？
——那等于因占有此物，而能自己省免，转加在别人身上的辛苦勤劳。
”“劳动是第一价格，是原始的购买的货币。
”又说：“原始蒙昧社会，尚无资财蓄积与土地财产，获取各物所必要的各种劳动量的比例，是支配
各物交换比例的唯一条件。
例如，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费若二倍于捕杀野鹿一头，海狸一头，即可交换野鹿二头，换言之
，值野鹿二头。
二日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当然二倍于一目劳动生产物，二时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当然二倍于一时劳动
生产物。
”如果把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物品除外，则交换价值的基础，确乎是人类的劳动。
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极重要的原理。
价值一辞的暖昧，在经济学上，不知引出了多少错误和争执。
投在商品内的劳动量，支配商品的交换价值：劳动量增加，商品价值加大；劳动量减少，商品价值低
减。
亚当斯密既如此确凿的决定了交换价值的本源，又如此首尾一贯的主张价值的大小，须比例于生产时
投下的劳动量；但他同时却又树立别种价值标准尺度，说价值的大小，就看它能换得那种标准尺度物
若干。
他所谓标准尺度，有时是谷物，有时又是劳动；不过这里所说的劳动，已非生产该物时所须投下的劳
动量，却只是交换该物时所得而支配的劳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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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两种劳动量似无多大区别。
他以为，劳动效率加倍，则所能生产的商品量加倍，同时，劳动的报酬亦必加倍。
劳动的报酬，如果与其生产额为比例，则生产该物所须投下的劳动量，当然会等于交换该物所得而支
配的劳动量，即彼此当然都可作为价值的标准尺度。
可是这两种劳动量，事实上并不相等。
前者往往能够指示他物价值的变动，是一个不变的标准；后者却是可变的，不能测定他物价值的变动
。
亚当斯密在适切说明金银价值可变，不足以测定他物价值之变动以后，却又选定同样可变的谷物或劳
动来做标准。
不待说，金银会因更丰饶的新矿发现，而发生价值上的变动；但这种发现，究不多见；其影响虽大，
但影响期间决计不久。
掘矿术的改进，掘矿机械的改良，亦可影响金银价值，因为这时由同一劳动，可掘得较大的数量。
再，矿山采掘多年后，因产额日减，亦不免令金银价值发生变动。
上述种种，当然是实情。
但谷物价值又能避免这些影响么？
农业改良，农具改良，沃壤发现，（在输入自由时，一国沃壤发现之利益，可影响各市场的谷物价值
）不是可以影响谷物价值么？
输入禁止，人口增加，财富增进，食物供给困难（因耕作劣地，需要劳动较多）不也可以影响谷物价
值么？
至若劳动价值亦是同样可变的。
社会情状的变化，可引起劳动供求比例的变化，因而引起劳动价值的变化。
此外，食品必需品的价格变动了，劳动的工资，亦不免受到影响。
同在一国，生产一定量食品或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量，某一时或不免要二倍于他时，但劳动者报酬的
减少，却是极其有限。
劳动者的工资，大体上都是等于一定量的食品和必需品的，若更由此种限度减少下来，他便不能生活
。
因之，在这种场合，以生产食品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量作标准，食品必需品的价值，已腾贵百分之百
；以交换食品必需品所得而支配的劳动量作标准，它们的价值，却没有多少增加。
吾人所论，如非一国，而为数国，如美利坚，波兰，英吉利。
我们的意见，还是这样。
这三国都有一种耕地，可称会最后耕地。
以同人数一年的劳动投在最后耕地生产谷物，美波二国必较多于英，这是大家知道的。
假若这三国的一切必需品同样低廉，那我们说生产愈便易，付给劳动者的谷物量亦按比例愈多，不是
一个大错误么？
倘因机械改良，生产劳动者衣履所必要的劳动量，仅等于现今四分之一，则衣履价值亦将减少百分之
七十五。
劳动者所能消费的鞋，既不能常为四双，所能消费的衣服，既不能常为四套，工资也许会因竞争及人
口增加之故，而适应于工人必需品的新价值。
普及于一切工人必需品生产上的改良方法，虽可减低工人必需品的交换价值，减少他们生产所必要的
劳动量，但数年之后，劳动者的享乐品就不会增加，纵令增加，亦极有限。
亚当斯密说：“劳动可得而支配的货物量，时大时小，但变动的是货物价值，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
值。
”所以“自身价值永远不单独改变的劳动，是唯一究竟真实的标准，能在一切时间一切地方评较一切
商品的价值。
”这话当然不确。
真理应如亚当斯密前文所说：“获取各物所必要的劳动量的比例，是支配各物交换比例的唯一条件。
”换言之，决定诸商品相对价值的，是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量的大小，不是报酬劳动的商品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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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的相对价值变动了，我们就想知道究系何物变动。
若以甲物现在的价值，比较鞋，袜，帽，铁，糖及一切其他商品，我们发觉了甲物所能交换的这种种
商品的数量，都恰与先前相等；以乙物现在的价值比较这种种商品，我们却发觉了全有变动：于是，
我们断言，变动的是乙物，不是与乙物比较的甲物。
此种断言，大概不致错误。
如果放心不下，可再考察这种种商品的生产条件。
若又发觉了，生产鞋袜铁糖帽等物所必要的劳动量资本量，恰与先前相等；乙物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
资本量，却有增减了，我们的断言，就由大概不错，变成了一定不错。
我们说，变动的是乙物。
这时，我们才发现了价值变动的原因。
若一盎斯（Onnce）金所交换的各种商品量已较小，又知因新沃矿发现或机械改良，一定量金已能由
较小量的劳动获得，那么，我说金的相对价值变动的原因，是生产较便易或必要劳动较少，谁亦不能
说不对罢。
同样，如果劳动的相对价值大减的原因，是劳动供给夥多，而劳动供给夥多的原因，又是谷物必需品
的生产便易，那末，我说，谷物必需品价值低减的原因，是生产谷物所必要的劳动量已减少；劳动价
值低减，又是劳动者维持生活较易的结果，当亦不致错误。
但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却另有主张。
他们以为：在金的场合，如金所能支配的谷物和劳动较少，则谓这只是金价跌落，其他各种商品的价
值依旧，固然不错，但在谷物与劳动的场合，却不应如此说。
谷物与劳动虽不免有价值上的变动，但在它们变动时，应称作谷物与劳动的价值依旧，变动的不过是
一切其他的商品。
现在我所要抗议的，亦就是这种称呼。
我以为，谷物决不能例外，它和金是一样的。
谷物与他物之相对价值变动的原因，如果是生产谷物所必要的劳动量减少，则按照正当推理，我必须
称它作谷物价值跌落，不说它是他物价值腾贵。
雇劳动者一星期所付工资已非十先令而为八先令，货币价值又未变动，劳动者现今八先令所能购得的
食品必需品，又较多于先前十先令所能买得的数量，那原因当然不能像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所说，是工
资的真实价值提高，只能说所购各物价值已经跌落。
这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
这时，我勉强称它做工资的真实价值跌落，尚不免遭世人嘲笑，有乖科学正理，至若反对派的称呼，
直可说是全不合理。
假定谷物每夸脱（Quarter）价格八十先令时，劳动者工作一星期，受谷物一浦式耳（Bushel）；跌价
至四十先令时，受谷物一浦式耳又一夸脱。
又假定，他家每星期消费谷物半浦式耳，其余则以交换他物，如燃料，肥皂，蜡烛，茶，糖，盐等。
在后一场合，剩下四分之三浦式耳，所能换得的商品量，若尚不及前一场合剩下的半浦式耳，那么，
请问，劳动价值提高了呢？
抑已减低？
亚当斯密必说是提高了；因为他的标准是谷物，现今劳动工作一星期所得的谷物已更多了。
但同一亚当斯密，对于同一问题的答案，又会说是减少了；“因为商品价值，取决于因占有其物而取
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现今，劳动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已更小了。
第二节品质不同的劳动，报酬亦不同。
但这不是商品相对价值变动的原因。
我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单独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诸君或将责我忽视劳动品质上
的差异，说我不知道甲业一时劳动一日劳动，难与乙业一时劳动一日劳动比较。
其实，要参照劳动者的比较的熟练与强度，评定劳动的品质，在市场上，决不是难事。
为实际目的，市场上的评价，亦够正确。
这种评价表一经定立，即不易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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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匠的一日劳动，在昔较贵于普通劳动者一日的劳动，今仍较贵。
在评价表上，它们各有适当的位置。
因此，如果我们所比较的，是不同时代同一商品的价值，即可视不同时代的劳动作用相等，无庸顾虑
劳动之比较的熟练与强度。
我们假设，我们所比较的，是时代不同但种类相同的劳动。
倘若增加了，或削减了十分之一，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亦必与其原因为比例，在商品相对价值上
发生相应的结果。
罗纱一疋，现今值麻布二疋，十年后，值麻布四疋。
如“劳动虽为一切交换价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价值，通常非由劳动评定。
要确定两个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困难。
两种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比例的唯一因数。
测定比例者，不应忘记它们的困难程度熟练程度极不相等。
难工作一点钟，比易工作二点钟，尽可包含较多劳动。
须十年学习的工作一小时，比较普通业务一月所含劳动，亦可较多，困难程度如何，熟练程度如何，
不易寻出标准的尺度。
但劳动生产物互相交换时，对于这二事，又不得不有相当的斟酌。
调节这种交换的，不是任何准确的尺度，却是市场上两不相亏的协议，这虽不甚准确，但日常实用，
亦就够了。
”——《国富论》第一篇第十章。
是，我们可断言，非生产罗纱所必要的劳动增加，即生产麻布的劳动减少，再不然，即兼有这二种原
因。
我愿读者诸君注意研究的，仅是关于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而不是关于其绝对价值的变动，所以这里
无须乎考察劳动品质的比较表。
劳动品质，虽原有不齐，学习技能所必要的工夫熟练与时间，虽原有不等，但我们可以说：时代虽异
，劳动作用则等。
或者说，其变异既小，对诸商品相对价值的暂时影响亦甚微。
“劳动资本的用途，各式各样。
这各式各样的用途，有各式各样的工资率与利润率。
各工资率利润率相互间的比例，不因社会贫富进退而受影响。
公共幸福上的变革，虽能影响普通工资率与普通利润率，但结局必平均影响于各种用途。
其相互间的比例，必依然无改。
睁眼看远些，情形确是这样。
”。
第三节影响商品价值的。
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内的劳动。
投在工具建筑物构的劳动，亦有此种作用。
亚当斯密说，在原始社会，猎人捕杀鸟兽，已需若干资本，不过这种资本，可由猎人自己蓄积而得。
没有武器，海狸野鹿都不得而捕杀。
所以猎获物的价值，不仅受支配于捕杀野兽所必要的时间与劳动，且须受支配于制造猎人资本即其武
器所必要的时间与劳动。
因更难接近海狸，瞄准又须准确的原故，制造杀狸武器比较制造杀鹿的武器，需要更多劳动。
一头海狸的价值，自然亦较多于两头野鹿。
因为合计起来，捕杀海狸一头所必要的劳动，实多于捕杀野鹿二头。
假使制造这两种武器所必要的劳动量相等，其耐久力却不等。
耐久器具仅以小部分价值，移入所产商品内，不耐久器具，却以更大部分的价值，实现于所产商品内
。
捕获海狸野鹿所必要的一切器具，属于一个阶级，捕杀所必要的劳动，可属于别一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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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海狸与野鹿的比较价格，仍与投入的实际劳动（制造武器及捕杀野兽的劳动总量）成比例。
与劳动相对而言，资本有丰啬之别，维持生活所必要的食品必需品，亦有丰啬之别。
有武器者，或以之捕杀海狸，或以之捕杀野鹿，总须在猎获品中，分取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
之一，其余当作工资，付给劳动者。
但这种分割，未能影响二商品的相对价值。
利润腾落，工资涨跌，会平均影响于各种用途。
假设社会投资的范围扩大，供给木舟绳索以捕鱼者有人，供给种子农具以耕作者有人，上述那个原理
——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其生产时投下的劳动量为比例——依然正确。
不过这里所谓劳动，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内的劳动，劳动又须有各种器械援助。
投在这等器械内的劳动，亦须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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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一部既为资本主义辩护，又是反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的经济学名著。
著名马克思主义翻译家郭大力王亚南在翻译《资本论》前将此书译成中文献给我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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